
封面宝宝：畅畅

致敬户外农耕者 

发展树莓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品牌农业    推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科技为宁夏枸杞增添附加值

农村金融服务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 主管

/ 主 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2024.06

零售价 : 人民币 18 元

ISSN 2095-6452
CN 10-1159 / S

扫码阅读微信公众号 扫码订阅《优质农产品》

总第 140、141 期

半月刊



本期人物

王保暖
（详见“本期人物”栏目）



广告



P.20  说桑话蚕 
p.20  不断推动桑蚕产业高质量发展

P.22  品牌之道
p.22  做大做优“怀宁蓝莓”品牌  以产业可持续发展
           实现富民强县／曹良元 

p.28  擎起西双版纳普洱茶发展的蓝天／张平

p.32  发展品牌农业   推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张忠军 

p.34  扎实推进农业品牌建设   中国优农协会一直在
           行动／陈兆云 

P.5  卷首语 
p.5    致敬户外农耕者／王谨 

P.6  特别关注
p.6    发展树莓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第十三届国际树莓大会综述

P.12  专访 
p.12  汤洁：优质农产品事业需要科技支撑／李昕

p.16  石小波：优质农产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保障／李昕

目录／ 2024.6   总第 140、141 期

P.36  品牌故事
p.36  安化：“因县制宜”全域赋能黑茶产业发展
          ／张桂贵

P.42  优质农产品采撷 
p.42  “莓”力无限／人民网《好品中国》栏目

p.44  科技为宁夏枸杞增添附加值／刘海 谢建雯



P.46  乡村振兴研究 
p.46  一颗粽子打开的乡村振兴之路
           ／赵东辉  王劲玉  许雄

p.48  发扬袁隆平精神：坚持党建引领   德安乡村
           景色新／宗禾

P.50  春华秋实 
p.50  端午节断想／梅仁

p.51  芒种·种芒／王芳闻

p.52  “双抢”岁月／黄骏骑

P.54  专题 
p.54  绿色食品（绿色优质农产品）常态化高质
           高效产销对接促进机制研究报告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课题组

P.72  农业经济 
p.72  农村金融服务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王潇

p.76  林草资源调查规划与监测的政策与实践探讨
           ／杨玉苗

p.80  浅析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结果因素和对策
            ／林宇婧

p.84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东省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策略
           分析／齐丽萍

p.88  山东日照岚山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与建议
           ／朱亚兰

p.92  浅析农机补贴政策对农机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潍坊市昌乐县为例 ／刘秀杰

P.96  技术与应用 
p.96     浅谈新时期林草保护的重要性及做法／齐浩岳

p.100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
             对策研究／覃月密

p.104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价值与推广
             实践／刘志华

p.108  农业机械化进程中农机安全监理优化策略探究
             ／孙毅

p.112  基于农机农艺融合的菜花移栽关键环节研究
             ／王影

p.116  农机农艺结合对提高小麦机播质量的影响／孙健

P.120  多棱镜 



如遇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将期刊寄回编辑部，我们将负责调换。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

出版单位

社长

总编辑、出版人

执行总编辑

副社长

副总编辑

编辑部主任

记者

特约撰稿

编辑

新媒体运营总监

艺术总监

美术编辑

视觉设计

采编部电话

投稿邮箱

广告部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法律顾问

多媒体支持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国外发行

期刊出版许可证

广告发布登记

印刷

出版日期

零售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刘天金 

黄竞仪

宋    毅

王洪江    张    平    刘向坤    

张丽四    张学珍    杨    雪    

杨    雪（兼） 

李    昕    戈旭皎

苑同宝    

程    燕    陈    瑨 

刘胜利

海    冰

陈佳怡  

北京亿点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820223，62136276（下半月刊） 

yzncptg@126.com，yzncptg@vip.163.com

010-64820223 

010-64820318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号院 41号楼 306室

100101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

中国品牌农业网（www.zgppny.com）

ISSN 2095-6452

CN 10-1159/S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信箱 399）

京期出证字第 2767号

京朝市监广登字 20190016号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每月 20日

人民币 18元

《优质农产品》编辑委员会

顾   问：刘平均   陈萌山   张玉香   广德福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朱保成

常务副主任：黄竞仪   刘天金

副主任：张华荣   刘新录   苑   荣   宋   毅      

编辑指导组（按姓氏笔画）

王运浩   孔祥智   李   炜   肖   放   宋聚国   张陆彪   

张国庆   杨   易   杨雄年   陆   娟   金文成   娄向鹏   

唐   珂   隋鹏飞   韩   旭   韩一军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

王   震   王   成   王洪江   文雅芹   丰   峰   邓荣臻

任   鑫   庄兆祥   刘向坤   刘   利   李玉荣   李亚东

李景华   吴沛良   何   平   余惠勇   沈玉东   张   平   

张安功   张丽四   陈松梅   杨   雪   林   峰   岳春利

周武忠   赵俊辉   洪惠蓉   徐明岗   唐   冰   唐茂芝   

梁   霞   蔡功文

学术委员会

顾   问：陈锡文

主   任：陈萌山

副主任：金文成   王凤忠   蔡功文

品牌打造战略合作伙伴（排名不分前后）

北京绿维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集团

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职享优品（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达汇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句容东方紫酒业有限公司

浙江甲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辰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金晟达生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悍沃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玛丽亚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润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陆圆宝生物有限公司

版权声明
本刊已全文收录维普网、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本刊已许可上述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

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述单位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
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刊
图片除作者提供外，其他均来自摄图网。本刊图文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转载文章与图片，
敬请作者与本刊联系，并领取稿酬。



2024 年 6 月 10 日（甲辰年五月初五）端午节一过，中国北方气温陡然升高。北京中

午温度高达 36℃、37℃；6 月 12 日，北京有些地方室外温度升至更高。

夏日炎炎似火烧，致敬户外农耕者。

中国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古往今来，开明的君主或文人墨客多对苦夏里的农耕者，

持怜悯之心。这类悯农诗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诗人李绅的诗句：“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中国农耕进入现代，仍然少不了户外劳作。因为夏日也是万木竞秀的时节，降水也

多，雨水充沛，郁郁葱葱，瓜果累累。农作物在强烈光照下，进行着光合作用，孕育着

果实，加速灌浆，农作物拔节成长与成熟。所以，种田人躲不开与苦夏为伍。当地村镇

应该从政策上或微举措上，对汗渍淋淋的田间劳作者给予关爱和体贴。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徽标是交叉的铁锤和镰刀，表明了党的中坚力量仍然是工农联盟。

而今，尽管现代工业、现代科技改变了中国，工农成分发生变化，一些有文化的新农人

加入其中，从事农耕的方式开始向现代方式转变。但可以肯定，这种转变还不是全部，

一家一户的传统耕作方式还不在少数。相当部分农民的劳作仍然是非常辛苦的，农民仍

然是地位不高、收入有限的群体。所以，为保证中国人端好自己的饭碗，扎牢中国的生

存之根，保护农业生产用地，鼓励农民立足土地，种植优质农产品，仍然是乡村振兴的

要务。

记得多年前，我曾应邀访问韩国。在汉城郊区的北村韩屋村，我对赫然高挂的一块

宣传牌“农者天下唯大”印象深刻。韩国是发达国家，尚且敬重农者，何况我们的国家还

不是现代意义的工业化国家，岂能有轻农之心？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一节中指出：“扎实推进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

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

种”“加强‘菜篮子’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建设，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

能力”等。要实现所有这些既定目标，仅停留在号召上是不够的，需要动员更多的人扎根

泥土去做，需要有觉悟的农耕者切实动腿到田间去，动手嫁接科学种植。中国农耕者一

直是与土地打交道的朴实奉献者，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他们的奉献更值得点赞，值得向

他们致敬。

致敬户外农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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